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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　　广义的兰花是兰科植物的总称，是最受欢迎的花卉之一，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，深受
群众喜爱。
　　兰科植物的种子从一开始萌发就要真菌供给营养，两者的关系可能是互利的共生关系。
与植物的根共生的真菌称为菌根真菌，与真菌共生的根称为菌根（Myconhiza）。
　　兰科植物菌根属内生菌根类型，由于兰科植物具有观赏价值，其生活方式也十分独特，因此，兰
科菌根也成为菌根研究的主要对象。
Bernard（1909年）、Hodley和Williamson（1971年）、庄锦华（1985年）等，先后对兰科植物的菌根形
成过程进行了研究，其菌根形成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：第一阶段是种子萌发成幼苗时的初次侵染，第
二阶段是幼苗成长新根时的再次侵染。
　　目前国内对兰科植物菌根的研究报道较少，范黎、郭顺星、曹文岑等人对墨兰共生真菌一新种的
分离、培养、鉴定及其生物活性作过报道；范黎、郭顺星还对兰科植物菌根菌的研究进展作过综述；
张灼、魏勤等人对蝴蝶兰菌根真菌生物学特性及其应用研究作过报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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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兰花菌根研究及应用》可供植物学、农学、林学、园艺等专业人员参考，同时也可作大专院校
菌根生物学的教材、教参。
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花卉消费在人们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，而兰花是中华民族最喜爱
的花卉之一。
云南的兰花资源十分丰富，加强兰花菌根及菌肥研究，能为开发和保护云南兰花资源提供理论依据，
积累实践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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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叶片的形状大致可分为两类，一类是带状叶，上下几乎等宽平行，基部和先端稍狭，如春兰、蕙
兰、墨兰等。
另一类呈椭圆形或卵状长椭圆形，宽阔而短，下部狭窄为柄，如兔耳兰等。
此外，还有少数棒状的短圆形叶和鳞片状的退化叶。
　　叶片除形状外，其长短、宽窄，先端尖或钝，有无裂缺，边缘有无锯齿，锯齿的粗细、锐或钝，
叶脉（主脉）左右是否相称、有无茸毛，叶面是否平滑，叶色深浅和光泽等是区别种和品种的重要特
征。
　　叶的生长姿态有：立叶、半直立叶、垂叶或称弯曲叶、扭曲叶、卷旋叶及短厚叶等，短厚叶即所
谓“矮种”，叶肉厚而肥，叶片短阔，先端圆钩。
如台湾的“达摩”是墨兰的矮种。
　　叶片的内部结构，与一般单子叶植物基本相同。
兰叶表面有表皮组织和厚的角质。
气孑L在叶背面，抗旱能力强的气孑L下陷，呈银白色；保卫细胞呈肾形，生于气孔的底部。
表皮组织之内为下皮组织，其细胞较小，且分化为纤维束。
　　兰花叶片上有白色、无色透明、半透明或黄色斑点和条纹的称为叶艺兰或线艺兰。
实际上是花叶变异，在近数十年来成为兰属地生兰重要的观赏部分，价值远较观赏的兰花为高，尤其
在我国台湾、澳门、香港等地，日本更甚。
这些条纹和斑点的出现，是由于遗传基因和外界环境条件的影响而促成其变异的。
这些变异往往是不稳定的，既可不断向前变化，也可能出现退化。
兰花叶艺有银线、斑、缟、中斑、中透缟、松、黎明、水晶等。
　　四、花　　兰花的花被（萼片和花瓣）共6片，其中一片萼片特化为唇瓣。
雄蕊与雌蕊合生同一柱体上称为蕊柱或称“合蕊柱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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